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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化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物理化学方面的课程，《光化学基础与应用》的编写是在让学生掌握光化
学的基本概念以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由面到点，先让学生对光化学的基本原理有个大概了解，再具体深入到不同的学科领域。
不求面面俱到，但求使学生掌握牢固的基础知识和开阔他们的眼。
界本书包括：总论、光和光化学技术基础、激发态的产生及物理特性、辐射跃迁、无辐射跃迁、能量
转移和电子转移、光化学反应、激光简介、分子光谱的时间分辨和空间分辨、自然界中神奇的分子卟
啉、光合作用和太阳能利用、光动力疗法、发光材料简介。
    本书按照研究生课时教学要求设计编写，配合36个学时的教学，语言通俗易懂，是光化学初学者的
入门读物。
适合作为化学、化工、物理、生物、材料等专业的研究生和化学理科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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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论　　0.2 光化学和光物理　　了解了光化学以后，另一个和光化学休戚相关的名词是光物理。
了解具体的光化学过程必须要熟悉激发态的物理性质。
所以说它们二者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补充。
特别是近30年来，由于激光的问世，光学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光物理的研究内容也从传统的光
学与光谱学迅速扩展到光学与物理其他分支学科的交汇点。
诸如激光物理、非线性光学、高分辨率光谱学、强光光学和量子光学正不断趋于完善和成熟。
有的则正在积累形成新的分支学科，如光子学、超快光谱学和原子光学等。
光物理与化学、生物学、医学及生命科学的交叉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光物理学中的新理论、新概念和新方法已成为激光、光纤通信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
　　0.3 光化学反应　　我们说光化学是研究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科学，如果在光的作用下，物质发生
了化学反应我们称为光化学反应。
光化学反应与一般热化学反应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加热使分子活化时，体系中分子能
量的分布服从玻尔兹曼分布；而分子受到光激活时，原则上可以做到选择性激发，体系中分子能量的
分布属于非平衡分布。
所以光化学反应的途径与产物往往和基态热化学反应不同，只要光的波长适当，能为物质所吸收，即
使在很低的温度下，光化学反应仍然可以进行。
　　光化学反应系统中光化学过程可分为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
初级过程是分子吸收光子使电子激发，分子由基态提升到激发态，激发态分子的寿命。
一般较短。
光化学主要与低激发态有关，激发态分子可能发生解离或与相邻的分子反应，也可能过渡到一个新的
激发态上去，这些都属于初级过程，其后发生的任何过程均称为次级过程。
分子中的电子状态、振动与转动状态都是量子化的，即相邻状态间的能量变化是不连续的。
因此分子激发时的初始状态与终止状态不同时，所要求的光子能量也是不同的，而且要求二者的能量
值尽可能匹配。
　　由于分子在一般条件下处于能量较低的稳定状态，称为基态。
受到光照射后，如果分子能够吸收电磁辐射，就可以提升到能量较高的状态，称为激发态。
如果分子可以吸收不同波长的电磁辐射，就可以达到不同的激发态。
按其能量的高低，从基态往上依次称为第一激发态、第二激发态等，光化学研究中，把高于第一激发
态的所有激发态统称为高激发态。
　　激发态分子的寿命一般较短，而且激发态能级越高，其寿命越短，以致来不及发生化学反应，所
以光化学主要与低激发态有关。
激发时分子所吸收的电磁辐射能有两条主要的耗散途径：一是和光化学反应的热效应合并；二是通过
光物理过程转变成其他形式的能量。
　　光物理过程可分为辐射弛豫过程和非辐射弛豫过程。
辐射弛豫过程是指将全部或部分多余的能量以辐射能的形式耗散掉，分子回到基态的过程，如发射荧
光或磷光；非辐射弛豫过程是指多余的能量全部以热的形式耗散掉，分子回到基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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